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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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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陕西省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现状及农户养分资源投入中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ꎬ 对陕

西省关中地区 ４ 个县 (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猕猴桃施肥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ꎮ 结果表明: 陕西关中地区猕

猴桃平均产量为 ３２ ２ ｔｈｍ － ２ꎬ 产量中等农户占 ６４ ２％ ꎮ 总氮 (Ｎ)、 磷 (Ｐ２Ｏ５)、 钾 (Ｋ２Ｏ) 养分投入量分别为

７８８、 ５０５、 ５１６ ｋｇｈｍ －２ꎬ 其中化肥氮 (Ｎ)、 磷 (Ｐ２Ｏ５)、 钾 (Ｋ２Ｏ) 养分投入量分别为 ６３６、 ４１８、 ３９５ ｋｇｈｍ －２ꎮ
根据养分分级ꎬ 农户施用化肥氮磷钾合理的比例分别为 ６ ３％ 、 １２ ６％ 和 ２３ ２％ ꎬ 过量比例分别为 ８５ ３％ 、
７６ ９％和 ４７ ４％ ꎬ 不足比例分别为 ８ ４％ 、 １０ ５％和 ２９ ５％ ꎮ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氮肥

和磷肥投入过量ꎬ 钾肥投入过量与不足并存ꎬ 有机肥投入量不足ꎮ 今后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的重点是降低氮

肥和磷肥的投入ꎬ 合理施用钾肥ꎬ 增加有机肥的投入ꎮ
关键词: 陕西关中地区ꎻ 猕猴桃ꎻ 施肥ꎻ 评价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４７ ２ꎻ Ｓ６６３ 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 － ６２５７ (２０１７) ０３ － ００４４ － 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３ꎻ 最后修订日期: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２５
基金项目: 国际植物营养研究所 (ＩＰＮＩ) 项目ꎮ
作者简介: 胡凡 (１９９３ － )ꎬ 女ꎬ 陕西西安人ꎬ 在读硕士ꎬ 主要从事

施肥与环境研究ꎮ Ｅ －ｍａｉｌ: ｗｈｙｆｈｆ＠１２６. ｃｏｍꎮ
通讯作者: 同延安ꎬ Ｅ － ｍａｉｌ: ｔｏｎｇｙａｎａｎ＠ ｎｗｓｕａｆ. ｅｄｕ. ｃｎꎮ

猕猴桃营养价值极高ꎬ 被誉为 “水果之王”ꎮ
目前我国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１６ ２ 万 ｈｍ２ꎬ 产量达

１７６ ６ 万 ｔꎬ 均居世界第一位ꎮ 陕西省猕猴桃的种植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位ꎬ 分别为 ６ １ 万 ｈｍ２和

１０３ ４ 万 ｔ[１]ꎮ 陕西关中地区是猕猴桃的适栽区ꎬ 也

是陕西猕猴桃的集中种植区ꎮ 农田施肥是保持土壤

肥力和增加作物产量的重要环节之一[２ － ３]ꎬ 因此ꎬ
调查与研究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状况对猕猴桃

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ꎮ 刘侯俊等[４] 对该区域 ２０ 世

纪末果农施肥状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报道ꎬ 进入新

世纪以来ꎬ 石磊[５] 对该区域 ２００２ 年施肥情况进行

了简单分析ꎬ 但并不涉及具体施肥评价、 施肥与产

量等方面的研究ꎬ 康婷婷[６]和路永莉等[７]的猕猴桃

施肥研究只涉及秦岭北麓的周至县竹峪镇俞家河小

流域ꎮ 本研究利用陕西关中地区 ４ 个县 (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猕猴桃施肥调查数据ꎬ 对该区域猕

猴桃施肥状况进行分析ꎬ 寻求农户施肥中存在的问

题ꎬ 以便提出解决对策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关中地区是指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ꎬ 位于陕

西中部ꎬ 北界北山ꎬ 南依秦岭ꎬ 西起宝鸡ꎬ 东到潼

关ꎬ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１９％ ꎮ 其基本地貌类型是河

流阶地和黄土台塬ꎻ 主要土壤类型为 土、 黑垆

土、 黄膳土和黄绵土ꎻ 海拔高度 ３２０ ~ ９２４ ｍꎬ 年均

气温 ９ ~ １４℃ꎬ 年降水量 ４９４ ~ ７２０ ｍｍꎬ 年日照时

数 １ ６４６ ~ ２ ０２５ ｈꎬ 无霜期 １９３ ~ ２８５ ｄ[８ － １０]ꎮ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陕西省关中地区的

眉县、 长安区、 周至县、 户县的猕猴桃施肥调查数

据ꎮ 各县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村ꎬ 随机选取农户进

行调查ꎬ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猕猴桃品种、 产量、
肥料品种与养分含量、 施肥量、 施肥时期等ꎬ 共得

到有效调查户数 ９５ 户ꎮ 本文果树为 ７ ~ １６ 年的成

龄盛果期树ꎬ 品种主要有秦美、 亚特、 海沃德ꎬ 还

有少量的徐香、 红阳、 翠香ꎮ
１ ２　 数据处理

化肥养分含量按产品标注的含量计算ꎬ 有机肥

养分含量按照 «中国有机肥料养分志» [１１] 提供的标

准值计算ꎮ
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ꎬ 用 Ｓｉｇｍａ Ｐｌｏｔ １２ ５

绘制图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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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产量分布

根据已有试验研究和调查结果将猕猴桃产量分

为 ５ 级[４ꎬ１２ － １３] (表 １)ꎮ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平均

产量为 (３２ ２ ± ９ ６ ) ｔ  ｈｍ － ２ꎬ 产量中等的占

６４ ２％ ꎬ 偏低的占 １２ ６％ ꎬ 很低的占 ７ ４％ ꎬ 偏高

的占 ８ ４％ ꎬ 很高的占 ７ ４％ ꎮ

表 １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产量分布

分级 分级指标 (ｔｈｍ －２) 样本数 所占比例 (％)
很低 < １５ ７ ７ ４
偏低 １５ ~ ３０ １２ １２ ６
中等 ３０ ~ ４０ ６１ ６４ ２
偏高 ４０ ~ ４５ ８ ８ ４
很高 ≥４５ ７ ７ ４

２ ２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肥料投入状况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肥料养分施用量调查表

明 (表 ２) ꎬ 氮肥 (Ｎ) 用量平均为 (７８８ ± ２２９)
ｋｇｈｍ － ２ꎬ 其中化肥提供的氮占氮肥总用量的

８０ ７％ ꎬ 有机肥提供的氮占 １９ ３％ꎮ 磷肥 (Ｐ２Ｏ５)
用量平均为 (５０５ ± １６６) ｋｇｈｍ － ２ꎬ 其中化肥提供

的磷占 ８２ ８％ ꎬ 有机肥提供的磷占 １７ ２％ ꎮ 钾肥

(Ｋ２Ｏ) 用量平均为 (５１６ ± １９７) ｋｇｈｍ － ２ꎬ 其中

化肥提 供 的 钾 占 ７６ ６％ ꎬ 有 机 肥 提 供 的 钾 占

２３ ４％ ꎮ 同时ꎬ 氮、 磷、 钾肥料养分总投入量中ꎬ
Ｎ∶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的平均值为１∶ ０ ６４∶ ０ ６６ꎻ 化肥投入量

中ꎬ Ｎ∶ Ｐ２Ｏ５ ∶ Ｋ２Ｏ 的平均值为 １ ∶ ０ ６６ ∶ ０ ６２ꎬ 与

当前 猕 猴 桃 生 产 中 氮、 磷、 钾 推 荐 施 用 比 例

１ ∶ ０ ５０ ∶ ０ ７３ [７] 相比ꎬ 陕西关中地区磷肥所占比

例偏高ꎬ 钾肥所占比例偏低ꎮ 另外ꎬ 施用有机肥

的农户比例为 ９１％ ꎬ 有机肥的平均施用量为

(２０ ７ ± ２２ ９ ) ｔｈｍ － ２ꎬ 与当前猕猴桃生产中

有机肥的推荐施用量 ３０ ~ ６５ ｔｈｍ － ２相比 [７] ꎬ 有

机肥的施用量偏低ꎮ

表 ２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肥料投入量 (ｋｇｈｍ － ２)

指标
总用量 化肥 有机肥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Ｎ Ｐ２Ｏ５ Ｋ２Ｏ

最大值 １ ３７７ １ １９９ １ ２８６ １ ３５０ １ ０８０ １ ０８０ ７０１ ５９１ ５５８

最小值 ３９９ ２１２ １５０ ３０５ １２６ ０ ０ ０ ０

平均值 ７８８ ５０５ ５１６ ６３６ ４１８ ３９５ １５２ ８７ １２１

标准差 ２２９ １６６ １９７ ２１７ １７９ １９４ １２９ ７４ ９７

２ ３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量与产量的关系

由农户肥料投入与猕猴桃产量间的关系 (图
１) 看出ꎬ 随化肥氮磷钾投入量的增加ꎬ 产量均呈

先增后减趋势ꎬ 说明化肥养分投入整体表现出报酬

递减趋势ꎮ 当然ꎬ 有些养分投入量在极高水平下ꎬ
产量同样很高ꎬ 如化学氮肥在 > １ ３００ ｋｇｈｍ － ２范

围内ꎬ 产量高达 ３７ ５００ ｋｇｈｍ － ２ꎬ 但只有 ２ 户用

量在该范围内ꎬ 因此这些样本数很少的平均产量不

能代表整个区域的趋势ꎮ 有机肥投入量与产量的关

系不明显ꎬ 原因可能有两点ꎬ 首先是有机肥所提供

的养分占总养分的比例较小ꎬ 所以树体生长所需的

养分主要来自化肥ꎬ 有机肥对树体生长所起到的作

用并不明显ꎮ 其次可能是施用有机肥的量在 ０ ~ １０
ｔｈｍ － ２的农户比例高达 ５７ ９％ ꎬ 在其他范围内施

用有机肥的农户比例较少ꎬ 因此这些较少的样本数

不能很好的反映整个区域的趋势ꎮ
由图 １Ａ 可知ꎬ 氮肥用量从 ３００ ~ ４００ ｋｇｈｍ － ２

提高到 ４００ ~ ５００ ｋｇｈｍ － ２ꎬ 猕猴桃产量增加ꎬ 并

达到最高ꎬ 为 ３９ ３ ｔｈｍ － ２ꎻ 当氮肥用量大于 ５００
ｋｇｈｍ － ２时ꎬ 随着氮肥用量的增加ꎬ 猕猴桃产量

呈降低趋势ꎮ 由图 １Ｂ 可知ꎬ 磷肥用量从 １００ ~
２００ ｋｇｈｍ － ２提高到 ５００ ~ ６００ ｋｇｈｍ － ２ꎬ 猕猴桃

产 量 变 化 不 明 显ꎬ 其 中 以 施 磷 量 ３００ ~ ４００
ｋｇｈｍ － ２的产量最高ꎻ 当磷肥用量大于 ６００ ｋｇ
ｈｍ － ２时ꎬ 随着磷肥用量的增加ꎬ 猕猴桃产量呈波

动性降低趋势ꎮ 由图 １Ｃ 可知ꎬ 当钾肥用量小于

４００ ｋｇｈｍ － ２时ꎬ 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ꎬ 猕猴桃

产量呈波动性增加趋势ꎮ 当钾肥用量大于 ４００
ｋｇｈｍ － ２时ꎬ 随着钾肥用量的增加ꎬ 猕猴桃产量

呈波动性降低趋势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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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不同肥料投入水平下的农户数和产量分布

注: 图中误差棒是标准误差值ꎮ

２ ４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状况评价

２ ４ １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量分级的确定

由于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有机肥施用量和比

例均较小ꎬ 另外有机肥只有一部分是速效的ꎬ 另

一部分只有经过微生物分解后才能被作物吸收利

用ꎬ 而且有机肥中速效养分和迟效养分的比例很

不确定ꎬ 因此本研究在确定合理施肥量时只考虑

化肥投入ꎮ 养分投入分级的方法和原则是在已有

试验研究和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制定[４ꎬ７ꎬ１２ － １７] ꎬ 具体

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量分级 (ｋｇｈｍ － ２)

肥料种类
施肥量

很低 偏低 合理 偏高 很高

Ｎ <１８０ １８０ ~ ３６０ ３６０ ~ ４８０ ４８０ ~ ７００ ≥７００

Ｐ２Ｏ５ < ９０ ９０ ~ １８０ １８０ ~ ２６０ ２６０ ~ ４００ ≥４００

Ｋ２Ｏ <１４０ １４０ ~ ２８０ ２８０ ~ ３５０ ３５０ ~ ５２０ ≥５２０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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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２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肥状况评价

根据表 ３ 的化肥养分投入等级ꎬ 对陕西关中

地区猕猴桃养分投入进行总体评价 (图 ２) ꎮ 其

中ꎬ 偏低和很低即不足ꎬ 偏高和很高即过量ꎮ 由

图 ２ 可知ꎬ 农户氮磷钾肥投入合理的比例分别

为 ６ ３％ 、 １２ ６％ 和 ２３ ２％ ꎬ 过量的比例分别

为 ８５ ３％ 、 ７６ ９％ 和 ４７ ４％ ꎬ 不足的比例分别

为 ８ ４％ 、 １０ ５％ 和 ２９ ５％ ꎮ 说明猕猴桃氮肥和

图 ２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各养分不同投入水平比例分布

磷肥投入过量现象非常严重ꎬ 钾肥投入过量与不

足并存ꎮ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化肥氮磷钾的过量投入比

例乘以猕猴桃栽培面积[１８]ꎬ 可得过量投入面积ꎬ
同理得到不足投入面积ꎮ 再用单位面积过量投入量

减去合理施肥量的上限ꎬ 乘以过量投入面积ꎬ 可得

过量投入总量ꎬ 同理得到投入不足总量ꎮ 由表 ４ 可

知ꎬ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化肥氮磷钾过量投入面积

分别为 ５ ２０ 万、 ４ ６９ 万和 ２ ８９ 万 ｈｍ２ꎬ 不足投入

面积分别为 ０ ５１ 万、 ０ ６４ 万、 １ ８０ 万 ｈｍ２ꎮ 氮磷肥

过量投入较多ꎬ 分别为 ０ ９３ 万和 ０ ９４ 万 ｔꎬ 钾肥不

足投入量相对较高ꎬ 为０ １５ 万 ｔꎮ 将化肥氮磷钾过量

投入量与不足投入量平衡后ꎬ 即计算过量投入量与

不足投入量的差值ꎬ 得到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化肥

氮磷钾分别过量投入 ０ ９１ 万、 ０ ９２ 万、 ０ ４３ 万 ｔꎮ
如果化肥氮磷钾养分投入不足的农户将施

肥量增加到合理水平ꎬ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产

量可增加 ５ ７６ 万 ｔꎮ 尤其是磷肥和钾肥的合理

增加施用ꎬ 产量将分别增加 １ １３ 万和 ４ ３０ 万 ｔ
(表 ５) ꎮ

表 ４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化肥氮磷钾投入的过量和不足

养分

种类

过量比例

(％ )

过量投入

面积

(万 ｈｍ２)

过量投

入量

(万 ｔ)

不足比例

(％ )

不足投入

面积

(万 ｈｍ２)

不足投入量

(万 ｔ)

过量投入量 －
不足投入量

(万 ｔ)

Ｎ ８５ ３ ５ ２０ ０ ９３ ８ ４ ０ ５１ ０ ０２ ０ ９１

Ｐ２Ｏ５ ７６ ９ ４ ６９ ０ ９４ １０ ５ ０ ６４ ０ ０２ ０ ９２

Ｋ２Ｏ ４７ ４ ２ ８９ ０ ５８ ２９ ５ １ ８０ ０ １５ ０ ４３

表 ５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氮磷钾增产潜力分析

养分

种类

施肥不足产量

(ｋｇｈｍ － ２)

施肥合理产量

(ｋｇｈｍ － ２)

单位面积增产

(ｋｇｈｍ － ２)

全区增产

(万 ｔ)

Ｎ ３８ ３４４ ３９ ０００ ６５６ ０ ３４

Ｐ２Ｏ５ ３３ １５０ ３４ ９０９ １ ７５９ １ １３

Ｋ２Ｏ ３１ ７６８ ３４ １７６ ２ ４０８ ４ ３０

２ ５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用肥料种类概况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除养分施用量不同外ꎬ
肥料施用种类也不同 (表 ６) ꎮ 由表 ６ 可以看出ꎬ
基肥以有机肥施用比例最大ꎬ 占基肥施用种类的

３８ ０％ ꎻ 其次是氮磷钾复合肥ꎬ 占 １６ ９％ ꎻ 再

次是磷酸二铵ꎬ 占 １３ ９％ ꎮ 所有农户均施用追

肥ꎬ 追肥 １ 次的农户比例是 ６ ０％ ꎬ 追肥两次的

农户 比 例 是 ５９ ０％ ꎬ 追 肥 ３ 次 的 农 户 比 例 是

３５ ０％ ꎮ 追肥以复合肥比例最大ꎬ 占追肥施用种

类的 ２８ １％ ꎻ 其次是尿素ꎬ 占 ２１ ６％ ꎻ 再次是

磷酸二铵ꎬ 占 １６ ５％ ꎮ

表 ６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施用肥料种类概况

肥料种类
基肥 追肥

户数 比例 (％ ) 户数 比例 (％ )

复合肥 ４０ １６ ９ ６５ ２８ １

尿素 ２８ １１ ８ ５０ ２１ ６

碳酸氢铵 ８ ３ ４ １４ ６ １

磷酸二铵 ３３ １３ ９ ３８ １６ ５

过磷酸钙 １６ ６ ８ ９ ３ ９

硫酸钾 ２２ ９ ３ ２５ １０ ８

氯化钾 ０ ０ ０ ２ ０ ９

硫酸亚铁 ０ ０ ０ ２ ０ ９

有机肥 ９０ ３８ ０ ２６ １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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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猕猴桃树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ꎬ 因此农民种植

生产的积极性很高ꎬ 但缺乏科学的施肥知识ꎬ 很容

易产生多施和偏施等问题ꎮ 本研究中化肥 Ｎ 投入量

为 ６３６ ｋｇｈｍ － ２ꎬ 过量和不足比例分别为 ８５ ３％ 、
８ ４％ ꎬ 对应的过量和不足投入量分别为 ０ ９３ 万、
０ ０２ 万 ｔꎬ 过量问题严重ꎻ 化肥 Ｐ２ Ｏ５ 投入量为

４１８ ｋｇｈｍ － ２ꎬ 过 量和不足比例分别为 ７６ ９％ 、
１０ ５％ ꎬ 对应的过量和不足投入量分别为 ０ ９４ 万、
０ ０２ 万 ｔꎬ 过量问题严重ꎮ 肥料投入过量不仅浪费资

源ꎬ 同时对环境造成潜在威胁[１９]ꎮ 关中地区猕猴桃

果园土壤的氮素盈余量高达 １ １８６ ９ ｋｇｈｍ －２[２０]ꎬ 磷

盈余量达 ４７２ ３ ｋｇｈｍ － ２[２１]ꎬ 土壤氮素和磷素环境

负荷量较大ꎬ 对果园生产体系引起农业面源污染的

威胁很高ꎮ 而且过量施肥会影响果实产量ꎮ 过量施

氮肥会导致果树营养生长过盛ꎬ 抑制其生殖生长ꎬ
从而导致产量下降[２２]ꎮ 过量施磷肥尽管能使叶绿素

含量和净光合速率略有提高ꎬ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降

低了红阳的结果数和产量[２３]ꎮ
本研究中化肥 Ｋ２Ｏ 投入量为 ３９５ ｋｇｈｍ － ２ꎬ 过

量和不足比例分别为 ４７ ４％ 、 ２９ ５％ ꎬ 对应的过量

和不足投入量分别为 ０ ５８ 万、 ０ １５ 万 ｔꎬ 过量和不

足问题并存ꎮ 猕猴桃是喜钾作物ꎬ 钾对其生长有积

极作用ꎮ 钾在黄土区猕猴桃上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和

经济效益ꎬ 平均增产 ２０ ２％ [２４]ꎬ 然而ꎬ 过量施用钾

肥会使植株结果数和产量下降[２３]ꎮ
有机肥的农户施用比例为 ９１％ ꎬ 有机肥提供的

氮、 磷、 钾占总氮、 磷、 钾肥用量的比例分别为

１９ ３％ 、 １７ ２％ 、 ２３ ４％ ꎮ 施用有机肥的农户比例

较高ꎬ 但有机肥提供的养分比例低于有机肥提供的

养分占总养分 ６０％ ~７０％以上的标准[２５]ꎮ 有机肥的

施用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２６]ꎬ 还能为树体提供各种

营养元素ꎬ 有机肥与氮磷钾化肥配施是猕猴桃果园

养分管理的有效方法[２３]ꎬ 有机肥与氮磷钾化肥配施

时可提高猕猴桃果实中维生素 Ｃ 含量、 可溶性总

糖、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及糖酸比[１３]ꎮ 因此ꎬ 陕西关

中地区猕猴桃果园有机肥的投入量还需增加ꎮ

４　 小结

陕西关中地区猕猴桃化肥氮磷钾投入过量比例

分别为 ８５ ３％ 、 ７６ ９％ 、 ４７ ４％ ꎬ 不足比例分别为

８ ４％ 、 １０ ５％ 、 ２９ ５％ ꎬ 化肥氮磷钾分别过量投入

０ ９１ 万、 ０ ９２ 万、 ０ ４３ 万 ｔꎮ 如果化肥氮磷钾投入

不足的农户将施肥量增加到合理水平ꎬ 陕西关中地

区猕猴桃产量可增加 ５ ７６ 万 ｔꎮ 今后陕西省猕猴桃

施肥中需降低氮磷肥的投入量ꎬ 合理施用钾肥ꎬ 增

加有机肥的投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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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９５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ꎬ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ｋｉ￣
ｗｉｆｒｕｉｔ ｗａｓ ３２ ２ ｔｈｍ￣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ｙｉｅｌｄ ｗａｓ ｕｐ ｔｏ ６４ ２％ .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ꎬ Ｐ２Ｏ５ ａｎｄ Ｋ２Ｏ ｗｅｒｅ ７８８ꎬ ５０５ꎬ ５１６ ｋｇｈｍ￣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ꎬ Ｐ２ Ｏ５ ａｎｄ Ｋ２ Ｏ ｗｅｒｅ
６３６ꎬ ４１８ꎬ ３９５ ｋｇｈｍ￣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Ｎꎬ Ｐ２Ｏ５ ａｎｄ Ｋ２Ｏ ｗａｓ ６ ３％ ꎬ １２ ６％ ａｎｄ ２３ ２％ ꎬ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ｅｓ￣
ｓ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８５ ３％ ꎬ ７６ ９％ ａｎｄ ４７ ４％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８ ４％ ꎬ １０ ５％ ａｎｄ ２９ ５％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ꎬ 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ｏｒ ｉｎ￣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ｉｎｐｕｔｓ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ｐｕｔｓꎬ ｔｈｅ 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ｎｕｒｅ ｉｎｐｕ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ｆ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
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ꎻ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９４—

　 中国土壤与肥料　 ２０１７ (３)


